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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教師不僅需傳授知識，還肩負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

創造力與社會責任的使命，教師的素質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品質及國家未來人才

的培育，因此，師資培育一直是政府政策的重要重點之一，無論是在學科知識、

教學方法還是情感教育等方面，高素質的教師都是教育體系運行的關鍵（施又瑀、

施喻琁，2019；陳沛嵐，2021）。 

隨著幼兒教育日益受到重視，政府為了解決偏遠地區及特定領域的師資短缺

問題，並且提升教師素質，推出了「幼教師資培育公費生」制度，這項政策的核

心目的是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進入偏遠地區的幼兒教育領域，從而提升教育品質，

並促進整體教育系統的穩定發展，政府希望通過這樣的措施，能夠解決資源分配

不均的問題，讓偏遠地區的幼兒也能接受到高質量的教育（教育部 2017；魏美

惠、林珮伃，2013）。 

然而，儘管該政策的初衷良好，偏遠地區的生活條件和教學環境依然是教師

面臨的重要挑戰，往往無法長期吸引並留住優秀的人才，教師的工作壓力、有限

的職業發展機會及相對較低的社會認同感，都可能影響到教師的職業穩定性及對

未來的投入（李峻瑋，2020；教育部，2012）。因此，如何改善這些地區的生活

條件和教學環境，並提升教師的工作滿意度與職業發展空間，成為未來政策能否

成功的關鍵。 

基於此，如何提升公費師培生制度的吸引力，並進一步改善制度的靈活性，

將是未來改進的主要方向，這不僅涉及薪資待遇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也包括如何

為教師提供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並加強對其專業成長的支持，只有在這些方面

取得突破，才能更有效地吸引優秀人才留在這些重要的教育崗位上，為偏遠地區

的幼兒教育質量提升作出貢獻。 

二、臺灣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之目的與影響 

臺灣的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旨在培養高素質的幼兒教育教師，並解決偏遠及

資源匱乏地區的教師不足問題，這一制度的推出，反映了政府對於幼兒教育品質

提升的重視，並且希望通過具體的政策措施來解決地區間教育資源不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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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吸引優秀人才投身幼兒教育領域，特別是偏遠地區，並通過

規定一定的服務年限，確保穩定地獲得有能力的幼兒教育師資。 

(一) 臺灣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目的 

臺灣的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旨在解決幼兒教育領域存在的師資短缺問題，尤

其是針對偏遠地區及資源匱乏地區，並透過培養高素質的幼兒教育教師來提升整

體教育品質。具體目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闡述（施又瑀、施喻琁，2019；

教育部，2012；湯家偉，2020）： 

1. 解決偏遠地區及特定領域的師資短缺 

偏遠地區常面臨教師流動性大、師資不足等問題，影響幼兒教育質量，為解

決此困境，政府推出公費師培生制度，提供獎學金或學費補助，吸引優秀學生進

入師資培養體系，並在畢業後到這些地區任教，增強當地師資力量。 

2. 提高幼兒教育的整體品質 

公費師培生制度可培養具備專業知識和教學技巧的幼兒教師，特別在偏遠地

區，這些教師的到來能有效提升幼兒園的教育質量，改善學齡前兒童的教育經

驗。 

3. 促進教育公平 

偏遠地區教育資源匱乏，質量差，公費師培生制度旨在補充這些地區的師資，

促進教育公平，讓各地區的孩子能在優質教育環境中成長，減少城鄉、貧富差距

對教育機會的影響。 

4. 吸引優秀人才投身幼教領域 

臺灣幼教行業薪酬待遇較低、職業發展空間有限，影響年輕人選擇從事此行

業，通過公費師培生制度提供經濟支持（如獎學金、學費補助），降低學費負擔，

吸引更多有潛力的年輕人選擇幼教，提升整體師資素質。 

5. 確保教育體系的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隨著幼兒教育需求增加，公費師培生制度通過培養穩定的教師隊伍，減少教

師流動性，確保長期留任，促進教育體系穩定發展，尤其在師資緊張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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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強教師的社會責任感與服務意識 

畢業生需服務一定年限，有助於培養教師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讓教師更

了解當地需求，並在服務過程中建立歸屬感和成就感，提升其工作滿意度與職業

穩定性。 

因此，臺灣的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具有多重目的，從提升偏遠地區的教育資

源、解決師資短缺問題，到提高教育質量、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幼兒教育領域，該

制度的推行對於臺灣幼兒教育的未來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 臺灣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影響 

臺灣的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自實施以來，對教育體系、教師群體及偏遠地區

的幼兒教育等方面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以下將分別討論該制度在不同領域的影

響（施又瑀、施喻琁，2019；湯家偉，2020；顏于智，2022；魏美惠、林珮伃，

2013）： 

1. 提升偏遠地區的幼兒教育質量 

該制度吸引優秀師培生進入偏遠地區任教，解決師資短缺問題，提升當地幼

兒教育質量。這些地區的孩子能獲得專業教育指導，改善學習經驗和認知發展。 

2. 解教師流失問題，提升教師穩定性 

公費師培生制度要求畢業生在特定地區服務一定年限，有效減少教師流動性，

維持教師隊伍穩定，避免頻繁的師資更換影響教育質量。固定的服務期也增強教

師的情感歸屬感與留任意願。 

3. 提高幼教行業的吸引力，吸引更多優秀人才 

提供獎學金或學費補助，降低學生的經濟負擔，吸引更多有潛力的年輕人選

擇幼教，提升整體師資隊伍素質，促進幼教行業專業化發展。 

4. 促進教育公平，縮小地區間的教育差距 

公費師培生制度有助於將優質教師資源引入偏遠地區，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提升偏遠地區孩子的教育水平，促進社會整體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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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善教師職業發展與職業滿意度 

儘管提供經濟支持，偏遠地區教師的生活條件和薪資仍可能影響其留任意願，

若能增強職業發展機會，提供更多專業成長和晉升機會，將能提高教師的職業滿

意度，減少流失。 

6. 面臨的挑戰與不足 

生活條件與工作環境偏遠的艱苦生活條件仍可能導致教師流失，另職業發展

機會不足，在偏遠地區教師的職業發展空間有限，未來應改善培訓和晉升機會，

以提高教師的長期留任意願。 

三、臺灣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面臨的挑戰 

臺灣的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雖然在解決偏遠地區的師資短缺、提升教育質量

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一些挑戰，這些挑戰影響了制度

的長期效果和可持續性。 

首先，偏遠地區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仍是教師留任的主要障礙，這些地區

的基礎設施相對較差，醫療、交通等公共設施不足，教師在工作與生活方面常面

臨種種困難。雖然該制度通過提供獎學金或學費補助來降低教師的經濟負擔，但

偏遠地區的生活環境、缺乏社會支持網絡及較低的生活品質，可能使教師難以長

期適應並選擇離開（馮丰儀、方竣憲，2017；劉廷揚、孫兆瑩、何映婷，2023）。 

其次，儘管公費師培生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經濟支持，但臺灣幼兒教育行業普

遍存在薪酬待遇偏低、職業發展空間有限的問題，尤其是偏遠地區使得教師難以

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職業發展機會較少，故其職業認同感減弱，並使得他們在

完成服務期後選擇離開，上述都是可能會導致教師對未來職業前景的信心不足，

進而加劇流失的原因（魏美惠、林珮伃，2013；顏于智，2022）。 

另外，幼教師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與家長溝通，協調家庭與學校之間的合作，

幼容易引發倦怠感，教師不僅要面對教學工作的壓力，還需要處理來自家長的期

待和問題，這使得他們的工作負擔更加沉重（施又瑀、施喻琁，2021；魏美惠、

林珮伃，2013）。 

最後，雖然該制度要求畢業生在服務期滿後在特定地區工作，但這一硬性規

定也可能限制了教師的職業自由，若教師在完成服務期後未能獲得足夠的職業發

展機會，則可能選擇離開偏遠地區，這樣的流動性會影響到教師隊伍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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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看，儘管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在提高偏遠地區的教育質量和師資穩定

性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面臨的挑戰仍然不少。未來，為了保證該制度的持續

成功，需要進一步改善偏遠地區的生活條件，提升薪酬待遇，拓展職業發展機會，

並強化家校合作的支持體系，這樣才能確保教師的長期留任並真正提高教育質

量。 

四、臺灣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改進方向 

臺灣的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在解決偏遠地區師資短缺和提升教育質量方面

發揮了積極作用，但要確保這項制度的長期可持續性，還需要針對現有挑戰進行

進一步改進（李峻瑋，2020；馮丰儀、方竣憲，2017；蘇育令，2008）。 

首先，幼教師薪酬待遇是當前制度面臨的重要問題，雖然政府提供獎學金和

學費補助，減輕了教師的經濟負擔，但偏遠地區的薪資水平依然偏低，故提高薪

酬待遇，對於提高教師的留任意願至關重要，除了薪水之外，增設住房補助、交

通津貼和更完善的福利保障，能有效改善教師的生活質量，降低其離職的風險。 

另外，幼教師職業發展和專業成長機會的不足也是重要的問題，要吸引和留

住優秀的教師，政府應該加大對偏遠地區幼教師專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提供更多

的培訓機會和晉升通道，建立跨地區的專業交流平台，讓幼教師能與其他地區的

同行交流經驗，有效提升教學水平，增強職業滿意度（劉乙儀、張瑞村、范雨潔，

2015；魏美惠、林珮伃，2013；蘇育令，2008）。 

然而，偏遠地區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較為艱苦，也是教師流失的原因之一，

改善基礎設施，提升當地的公共服務質量，給予生活支持，幫助教師更好地適應

當地的生活環境，減輕工作壓力，進而提高留任率，不僅能提升教師的工作積極

性，也能提高偏遠地區的整體教育質量（馮丰儀、方竣憲，2017；劉廷揚、孫兆

瑩、何映婷，2023）。 

此外，家長教育水平和家校合作薄弱，給幼教師帶來了額外的壓力，故政府

和學校應加強家長教育，幫助家長理解幼兒教育的重要性，並促進家校合作，減

少教師的額外負擔，提高教育的整體效果（施又瑀、施喻琁，2021；魏美惠、林

珮伃，2013）。 

另外，儘管公費師培生制度要求教師在特定地區服務一定年限，可能會成為

限制其職業規劃的障礙，故制度應更加靈活，提供更多選擇的空間，例如，可以

根據不同的教師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務年限選擇或允許教師轉任其他地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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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可以提高教師的參與度和留任率，讓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職業發展需求做出

更好的選擇。 

臺灣的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要實現其長期目標，須在薪酬待遇、職業發展、

生活條件和家校合作等方面進行改進，以提高幼教師的工作滿意度，吸引更多優

秀人才進入幼教領域，從而實現偏遠地區幼兒教育質量的持續提升，並最終促進

教育公平。 

五、結語 

臺灣幼教公費師培生制度在提升幼兒教育質量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透過經濟支持和義務服務期的設置，特別是在解決偏遠地區與特殊需求地區的師

資短缺問題上發揮了積極作用，許多有志於教育事業的青年投身於幼教領域，進

一步有效地消除了偏遠及資源匱乏地區的師資空缺，對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必然有

意義，從而促進了臺灣幼兒教育整體水平的提升。 

然而，隨著制度的推進與實施，長期持續運作面臨諸多挑戰，尤其是在薪資

待遇、生活條件和教師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問題逐漸浮現，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到幼

教師的工作動力與專業成長，也進而影響到整個幼兒教育的質量與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知，幼教師的職業發展途徑和提升機制尚不完善，幼教公費師培生缺

乏有效的支持與指導，無法在專業上獲得進一步的提升，這不僅影響了他們的職

業滿意度，也影響了整體教育體系的發展，未來需在此方面進行改進，以確保制

度的可持續發展，並為臺灣幼教提供穩定優質的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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